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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书店跨年，有人影院包场，有人玩转周边

别样春节：她们这样在长沙“就地过年”
元宵节近在眼前，春节就要过完了。在各地“就地过年”的号召下，这个新年有了跟往年不一样的风景。
响应“就地过年”的人有多少？据央视报道，多部门统计，今年全国大约有 1 亿人就地过年。而“高德打车”数据显示，

春节期间（2 月 12 日 ~2 月 15 日），一二线城市打车活跃度较去年同期增长 6 倍；酒店订单同比增长 37.3%，一二
线城市景点、商场等相关地点的日均搜索量同比增长 391%。

看电影、逛街、购物、品美食……牛年春节的长沙城烟火气更浓。那些“就地过年”的人都是如何跨年的呢？自
2 月 11 日起，今日女报全媒体平台就陆续推出报道，关注了外乡人的长沙年。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张秋盈 陈炜 欧阳婷 罗雅洁

扫一扫，参与网友讨论

春节前，石家庄封城的消息

上了热搜，在长沙读书的大学生

李玉彤赶紧给爸妈打了电话：“今

年春节，我回不来了！”

李玉彤是河北省石家庄市藁

城区人，就读于湖南省中医药大

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根

据学院安排，1月16日放寒假，

而她早在 2020 年 12 月就买好

了2021年 1月22日返乡的高铁

票——结果 1月初，石家庄因新

冠肺炎疫情开展了严格防控，藁

城区也列入了高风险地区。

就地过年，是李玉彤被迫作

出的决定。退了高铁票，眼见

校园逐渐空荡，她失落了许久。

为了避免一个人寂寞，她开始

点亮台灯，掏出彩色标记笔，

摊开书——2月11日，中国春节。

一大早，陈星就背着书包，选择

远离外界的热闹喧嚣，来到略显

枯燥的自习室。

作为外省在湘就读的大学

生，计划考研的陈星和同学们今

年的口号是“就地过年，决胜明

年！”

本来还在担心春节假期会把

心玩野了，结果借着“就地过年”

的号召，陈星反倒有了好好学习

的机会。她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自己决定不回家过年的时

候，爸妈有些小失落，但还是鼓

励了她，“春节那天一大早，爸妈

就给我发了大红包”。

留在长沙过年，陈星选择去

学校附近的一间付费自习室跨

年。她说，近年来，这类利于沉

浸式学习的付费自习室在大学生

和白领之间很流行。

记者在团购平台搜索发现，

长沙城区内主推“2021年春节不

打烊”的付费自习室共有12 家，

株洲、湘潭等地也推出了“春节

自习”套餐，有的自习室甚至还

配置宿舍。

小王是陈星光顾的这家自习

室的老板。他介绍，年前，一些

就地过年的学生向他提了要求，

他这才决定春节不打烊，“我们

这儿有 10 多个‘学霸’，自控能

2021 年春节，22 岁的

吉林女孩李思贝（化名）决

定在长沙过年。这个跨年

夜，没有父母的身影，却多

了男友的陪伴。

李思贝和男友张检（化

名）是大学同学，在各地呼

吁“就地过年”前，张检本

打算回郴州老家过年。然而

得知女友回不了家后，他立

马邀请女友一起回老家。

“突然的决定让我有些

害怕。”李思贝说，男友尊

重了自己的想法，两人最终

一起在出租房内筹备春节

年夜饭。

逛超市采购年货，是李

思贝和张检打发春节假的好

办法。在他们制定的年货

清单里，巧克力曲奇、熟食、

泡椒凤爪等零食都是李思

贝的“必选项”，而张检更

爱囤冷冻饺子、八宝饭、烟

熏腊肉等传统年货。

意外的是，本该属于两

27 岁的小蔡是个地道

的海南姑娘，在长沙工作已

经 5 年。这个春节，她响应

号召，留在长沙过年。

“家里人都挺理解的，

而且我还有个小侄女，小朋

友抵抗力比较弱，不想给

她增加风险。”小蔡说，第

一次没有回家过年，合租

的室友也返乡了，但她并不

觉得孤单。

小蔡的公司位于长沙

市高新区，有将近 300 名

来自外省的员工就地过年。

“公司为我们发放了800 元

的红包，还有新年大礼包和

定制福袋。”除此之外，来

自本地同事和朋友的关心也

让小蔡倍感温暖，“有很多

朋友邀请我去他们家吃饭，

还给我送了花、酒、香水作

新年礼物”。

要一个人度过 7 天春节

假期，小蔡的行程安排得

很满：初一逛橘子洲头，初

故事

春节不虚度，他们在书店和自习室跨年

力超强，不管外面有多热闹，烟花

鞭炮放得有多响，他们都雷打不

动从早上 8:00 自习到晚上 22:00，

就连除夕和大年初一也是如此”。

除了考研党，一些热衷学习的

白领也加入到自习室跨年的队伍。

“在家里总是躺着，不如花点钱在

这里看书，气氛好、效率高。”在

长沙上班的王璐告诉记者，平时工

作忙，下了班只想刷会短视频打

发时间，而春节假期比较长，她

就想找个安静的地方看书，给自己

“充电”。

另外，一些家长也会陪着孩子

一起到自习室学习。“有的家长自

己要考证或者办公，干脆带着孩

子过来一块学，顺便还给他做榜

样。”老板小王说。

自习室门庭若市，书店更是热

闹非凡。2 月14日，德思勤 24 小

时书店前台工作人员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由于春节不打烊，从

除夕到大年初三，书店每天的人流

量都达到了300 多人，其中不乏“就

地过年”的学生和年轻夫妻。

“跨年夜都还有人在学习。”该

工作人员说，除夕当晚，一名大学

生模样的男孩是书店里的最后一

位客人。在阅读区，他抱着一堆

资料从“旧年”一直看到了新年。

“大年初一，带着孩子来书店

买书的家长特别多，他们觉得‘送

知识’是很好的寓意。”工作人员

介绍，春节假期，也有不少孩子

带着压岁钱来店内挑选喜欢的书

本。其中，讲述春节穿新衣、贴对

联、挂灯笼等传统习俗的立体绘本

《过年啦》成为大年初一这天的畅

销书。

“既可以给孩子当玩具，又能

让他了解传统文化，挺好！”接受

采访的家长说。

近 300 名同事就地过年，女白领春节不孤单

二爬岳麓山，初三看电影……“往

年过年，听朋友说长沙城里还是

挺冷清的，但今年不同，热热闹

闹，欣欣向荣”。

除夕，小蔡和长沙的朋友一

起过，“年夜饭颇具湖南风味，

有腊鱼、腊肉、腊肠、牛肉、排

骨。”虽然没吃上海南年夜饭里

经典的白切鸡，但小蔡已经相当

满足。

看到别人阖家团圆，她虽然

也会想家，但并不后悔就地过年

这个决定：“缺席今日短暂的团

聚，是为了来日更久的陪伴。”

个人隐秘的小甜蜜，也在“就地

过年”的决定里“见了光”。李思

贝说，父母本来都不知道他们谈

了对象，结果就在给各自父母录

制的祝福视频里“露了马脚”——

整齐的家居布置、双人份的碗筷，

很快吸引了双方父母的注意。

“人越是在艰难时刻，越要

珍惜陪伴在你左右的人；在感

情里，越是平凡的陪伴，也越长

久。”大年初一早上，李思贝就

接到了父亲的短信，“爸妈的支

持就是最好的新年礼物”。

( 下转 13 版 )

相伴过年，“地下恋爱”收获祝福

校园跨年，院长做东

寻觅校友，组团寻找年味。

她和朋友们在长沙的各大景点

打了卡，还提前准备着教师资

格证考试。

同时，湖南省中医药大学也

为就地过年的学子提供了不少便

利——持续供应水电和餐食，妥善

安排住宿。就这样，李玉彤将独自

居住的新寝室打扫得干干净净，安

心等待新年的到来。

大年三十这天，学

校食堂免费提供晚

上的团年饭。而就

在李玉彤思考着如

何解决午餐时，她

接到了学院院长的

邀请，“院长请客吃午

餐，特别温暖”。

而在晚饭后，守着看春晚

的李玉彤还收到了学校领导给她送

来的“压岁包”——1000 元的过年

补贴，“这波操作让我们外乡学子感

动坏了！”

李思贝的恋情在这次“就地拜
年”中“曝光”。

海南姑娘小蔡在长沙完成一次
跨年自拍。

李玉彤在院长家吃了
春节午餐。

不 少 家 长 带
着 孩 子 在 书
店 享 受 春 节
假期。


